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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更好地服务读者，

丰富内容，“贵姓”版将设

置多个栏目。“百家姓”，

报道单个姓氏；“名门望

族”，报道河北历史上的

名门、望族、大族等；“宅

院宗祠”，报道河北各地

现存的老宅院、宗祠，探

秘背后的家族兴衰故事；

“名人故事”，报道古代的

名人故事；“百姓摆谱”，

讲述家谱中的故事；“姓

氏文化讲堂”，讲解姓氏

文化知识；“移民故事”，

讲述河北移民在迁徙中

发生的故事；“ 寻根问

祖”，刊登读者寻根问祖

的相关信息等。欢迎读

者为以上栏目提供线索

或 投 稿 ，请 拨 打 电 话

0311-67562977，或请发

送 邮 件 到

1803050696@qq.com。

互动

隋代，据明隆庆《赵州志》

和康熙《宁晋县志》记载说：杨

城，在今城旧址，曾出土隋代大

业年间墓志曰：杨城南有曹村，

魏孝昌年间碑石也是这样记载

的，杨城应是在古杨国之故域。

《旧唐书》：宁晋，汉杨氏

县，属巨鹿郡。今治即杨氏城

也。后改为廮陶，元魏改为廮

遥，隋复为陶。巨鹿郡永安二

年分定州巨鹿置，治旧杨城。

按“旧杨城”即杨氏县也。元和

志卷一七赵州：宁晋县本春秋

时晋杨氏邑，汉以为县，属巨鹿

郡，晋省。按“杨”下当有“氏”

字，下廮遥县注“治杨城”同。

或当时习称省“氏”字。

《地形志》二上第五：治旧

杨城温校：按“旧杨城”即杨氏

县也。元和志卷一七赵州：宁

晋县本春秋时晋杨氏邑，汉以

为县，属巨鹿郡，晋省。按“杨”

下当有“氏”字，下廮遥县注“治

杨城”同。或当时习称省“氏”

字。

唐李吉甫撰《元和郡县图

志》：“宁晋县，西北至州四十三

里。本春秋时晋杨氏邑，汉以

为廮陶县，属巨鹿郡。晋省。

后魏于此置廮遥县，属南巨鹿

郡。隋开皇六年，改为廮陶，复

汉旧名。大业二年改属赵州。

天宝元年改为宁晋。”

《名山藏》卷二十八《舆地

记》：“州东四十里曰宁晋县，唐

名。春秋晋杨氏邑，汉杨氏县，

河曰葫芦，凡绵里十八。”

明嘉靖十四年（1535 年）

蔡靉撰《新建清源妙道真君神

庙记》：“宁晋东月城内有台高

二丈，广数亩，盖因杨氏废城增

益成之。”

《读史方舆纪要》卷十四

《北直》五宁晋县条：“宁晋县。

杨氏废县即今治。《周礼·职方》

冀州，薮曰杨纡。《水经注》：杨

纡，即大陆泽。汉置杨氏县治

焉。晋废。后魏永安二年，分

廮陶置廮遥县，治故杨城，仍为

巨鹿郡治。隋初郡废。开皇六

年，改遥为陶。唐天宝初，又为

宁晋县治。”“《城邑考》：宁晋

县，即古杨氏城。城周十里有

奇。”

宁晋杨城的古籍记载

杨姓，起源于杨地，

河 北 省 宁 晋 县 古 称 杨

地，旧称杨氏邑、杨氏

县、廮遥县、廮陶县等，

是文献记载最古老的城

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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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杨纡”
看宁晋杨城的历史记载

宁晋杨城，是中国历史上现有文献记载的最

古老的一座城池。《周礼·夏官·职方氏》：“河内曰

冀州，其山镇曰霍山，其泽薮曰杨纡。”郦道元在

《水经注》中考证:“杨纡，大陆泽地。古有杨城，

泽流迂回城下，因曰杨纡。”可见，杨纡即是因杨

城而得名。

杨城，以临水，草木丰茂，多杨柳，地因名之

为“杨”。尧舜时期,宁晋就是一个渠沟迂回、杨

柳成行的地方，有“杨地”之美称。翁振军主编，

《邢台地名志》，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4

月第一版58页：“宁晋县历史悠久，远在上古时

期就称杨地，周称杨纡，春秋为杨氏邑。汉置杨

氏县，治今县城，又于县南置廮陶县，同属巨鹿

郡。”

伯侨自晋归周，封于杨城

关于“杨”这一姓的由来，根据《史记 晋世

家》记载，周武王去世时，周成王年幼，由周公旦

辅政。有一次成王与幼弟叔虞一起玩耍，他把

一片桐叶剪成珪形对弟弟说：“喏，我就拿这个

封你吧！”后来周公责以天子无戏言，就将叔虞

封于唐。叔虞之子燮为晋侯，燮之子伯侨又被

封于“杨”这个地方，因此伯侨的后裔遂以杨为

氏。经过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大动乱以后，秦

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了天下，姓与氏之间的差别

渐渐消失，伯侨也就成为杨姓的得姓始祖了。

伯侨为杨姓始祖，历代都有论述，陕西华阴

出土的北魏碑文云：“长源浩浩，远书攸攸。起

自唐叔，发系隆周。伯侨分晋，是曰杨侯。”唐玄

宗赐杨国忠之父的《杨珣碑》云：“叔虞剪圭自周

封，伯侨食采受邑君，杨氏族之先也。”《繁昌杨

氏宗谱》记载：“按杨氏出武王第三子唐叔虞，生

晋侯燮，生伯侨，自晋归周，封为杨侯，而食采于

杨，后因氏焉。”康熙年间《皖桐礼让杨氏宗谱》

重修谱序中说：“吾杨著姓自周唐叔伯侨之裔，

自晋归周，封为杨侯赐姓，受氏二千余载。缘七

雄吞并，世统中陨，祖龙一炬，谱牒无存。溯厥

本源，遗周秦而自汉始者，传所信也。”

明隆庆《赵州志》宁晋县分志：“宁晋即《舜

典》纳于大麓处，周职方云：杨纡，伯侨自晋归

周，封于杨，即此。春秋为杨氏邑，西汉置杨氏

县，兼置廮陶。”“宁晋，本春秋杨氏邑。即周职

方氏所载薮曰杨纡者。”

钦定四库全书，明，凌迪知撰《万姓统谱》卷

四十一：“杨，唐叔虞之后，伯侨自晋归周，封杨

侯，食于杨，因氏。”《山西通志》卷一百七十六：

“直隶通志：周《职方》‘杨纡伯桥自晋归周，封于

杨’，今宁晋县是。”

宁晋县，《太平寰宇记》有

“春秋时晋杨氏邑”的记载。属

晋国地。关于“邑”的概念为：

诸侯子弟封邑，卿大夫食邑和

采邑，敕封之地也。春秋时期，

杨城是十二诸侯之一晋文侯的

属邑“杨氏邑”，后来晋平公把

他封给大夫叔向，叔向便“以邑

为氏”，称儿子叫杨伯石。据我

国最早的史学名著《左传》记

载，《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晋

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

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

以为三县。”这是宁晋县境内最

早的置县——“杨氏邑”的由

来。

春秋末，晋国私家势力逐

渐壮大，并不断对羊舌、祁等旧

贵族发起进攻。公元前 514

年，新兴势力灭羊舌氏，将其采

邑分为杨氏、平阳、铜鞮三县，

以僚安为杨氏县大夫。明傅逊

撰《春秋左传属事》卷十二：

“铜鞮，今沁州，有铜鞮城。平

阳，今临汾县，杨氏今北直宁晋

县。三县皆羊舌氏田。”

明代蔡叆在《新建百尺沟

村小学记》中说：“水经云：太白

渠东入洨河，分为二水，枝津右

出，东南流，谓之百尺沟，俗云

百尺口，声传讹也。在杨氏东，

杨，宁晋之古邑名。”明代李登

云撰《洨滨蔡子重修庙学记》：

“惟兹宁晋，在周为晋之杨氏，

实羊舍氏之邑也。”康熙十八年

《宁晋县志》卷四《名宦志》：“僚

安，晋人，春秋时，晋分羊舍氏

之邑，以僚安为邑大夫，故《左

传》杨氏大夫之贤也，以僚安为

称首。”《直隶赵州志》卷末：“武

二世孙阳，是为简子。简子在

位以法诛公族羊舍氏，夺其邑，

以僚安为杨氏大夫（即今宁晋

之地）。”

宁晋境内最早的置县——杨氏县

宁晋县的古杨城，春秋时

属晋国地。战国时，属赵国之

域。秦代，“废分封，设郡县”，

全国分三十六郡，杨氏邑属巨

鹿郡。

1949年12月，秦始皇陵考

古队在临潼县赵背户村发掘修

建始皇陵的秦代工人墓地，发

现了 18 件刻在残瓦上的志墓

文字。其中有“杨民居赀大

（教）；（杨）民居赀公士富；杨民

居赀武德公士契必……”杨，即

杨氏，今河北宁晋。

西汉，高祖十一年（前196

年）于杨氏城邑置杨氏县（治今

城关），杨氏城南14.5公里处置

廮陶县，公元 9 年，王莽新政，

杨氏改称功陆。《水经注》：“又

东径敬武县故城北。按《地理

志》，巨鹿之属县也。汉元帝封

女敬武公主为汤沐邑。阚駰

《十三州记》曰：杨氏县北四十

里有敬武亭，故县也。”

东汉时，复将杨氏县、廮陶

县归属冀州刺史部巨鹿郡，郡

治 廮 陶 。 建 安 十 七 年（212

年），廮陶县更隶冀州魏郡。

三国魏时，杨氏、廮陶两县

仍属冀州巨鹿郡。黄初七年

（226 年），废郡封国。太和六

年（232 年）国徙为郡，郡治廮

陶。

晋代，泰始元年（265年），

晋武帝司马炎“封诸王以郡为

国”。咸宁六年（280年），西晋

统一天下，分全国为十九州，杨

氏县、廮陶县属冀州。太康年

间，杨氏并入廮陶县，为冀州巨

鹿国治。

北魏时廮陶县属定州北巨

鹿郡。永安二年（529年）州县

“析置合并”，于杨氏旧址置廮

遥县，县治杨氏旧城（即今城

关）。属殷州南巨鹿郡。

宁晋杨城的历史沿革

杨姓图腾

伯侨画像

杨氏族谱

杨字汉字演变


